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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考，考生和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考些什么题目了。如今高考的科目、题

型、题量、难度等已经很规范。在古代，由国家组织的高等考试，题目会是什么样子呢？

古代“高考”考什么

清末张謇中状元的榜文

汉代：以面试为主，考查诵与说

汉代，武帝听取大儒董仲舒“愿陛下兴
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
材”的呼吁，在丞相公孙弘等人的操持下，在
长安设立了“太学”。这可以视为我国公立
高等教育的渊薮。

考入太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由主管文
化教育的太常，从首都附近的百姓子弟中直
接选拔，录取后作为正式学生，称为“博士弟
子”；二是地方官员将本地的优秀学生，层层
向上推荐，录取后作为别录学生，称为“如弟
子”。开始时，两类学生招收的人数都非常
少，前者定额50人，后者也不过数十人，两
者相加，每届录取不会超过百人。竞争因此
相当激烈，入学考试也非常严格。

首先是“资格审查”，对年龄、相貌、品
行、学识等方面都有限制。博士弟子要求

“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如弟子的要求更
全面，需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
里、出入不悖”。

接下来是入学考试，采取的是面试的方
式，而非笔试。《汉书·儒林传》为我们留下了
一次珍贵的面试过程：两名考生“抠衣登堂，
颂礼甚严”，恭恭敬敬地走入考场，仪表、礼
仪都很得体，挣得了印象分。主持考试的考
官——博士，出了两类题目：一是“诵”，即经文背诵，这属
于基础知识范畴，是为了考查学生对经典的掌握情况；二
是“说”，即议题论说，给出一个题目，让考生加以分析并给
出对策，这是考查应用能力，看候选者们是否能借助所学，
灵活处理现实问题。这两名考生回答得头头是道，以致引
起了考官的怀疑：难道是试题泄露了？后来得知他们两个
的指导老师很有才学，这才认可了他们的成绩，录取他们
进了太学。

隋唐：科目多，考试内容不同

我国的科举考试在隋代发端，在唐代成型，国家自此
有了制度化的人才选拔体系。科举考试，某种程度上可看
作现代的高考。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很多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
明法、书学、算学等，很像现在高中学生的选科，比如“物
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物理+政治+生物”等
组合。

考试内容，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差别，同一科目在不同
时期也略有调整。一般来说，秀才，考“方略策”五道，即根
据命题，写治国方略五篇。批改时，按照文辞、逻辑是否通
畅计分，最后得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个等次的，通
过考试。

明经，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帖经”，即将经文
的前后两端盖住（唐时书籍为一长卷，不分页），只露出一
竖行。然后裁一张纸条，贴住这一竖行的三至六个字。考
生根据上下文，写出贴住的字。口试阶段，“问大义十条，
答时务策三道”，其中，大义，即考官读一段经文，考生引经
据典，回答它的义理；时务策，类似方略策，考官提出治国
中遇到的问题，考生分析问题，并给出解决办法。

进士，是科举中最被看重的科目。考试可分为三场，
第一场帖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目的是

“明先王之旨趣”；第二场试杂文两道，唐时的杂文，指诗、
赋；第三场，考时务策五条。

其他，如史科，则“问大义百条、策三道”；明法，“试律
七条、令三条”，也就是考查法律、诏令共十条，全部都会的
为甲第，会八道的为乙第。

填空题、简答题、作文题最常见

综合来看，有三类题目经常出现：
第一类是填空题，即帖经。这类题目考查记忆力，看

似简单，但涉及的经书很多。必考的有《论语》《孝经》，选
考的还进一步分为大经、中经、小经，其中，大经有《礼记》

《左传》，中经有《诗》《周礼》《仪礼》，小经有《易》《尚书》《公
羊》《穀梁》等，要背下来可不容易。

考官还会故意增加难度，一是选择生僻的段落让考生
填写：“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惑之。”二是“倒拔”，露出来
的这一行，前半部是注解、没有正文，后半部只余一两个
字，让人摸不着头脑；三是只露出一句话的中间部分，而且
贴住的字前后都是“之乎者也”这样的虚词，难以推断。

考试实行淘汰制，帖经是首场，这一关通不过，剩下的
场次连考试资格也没有。帖经因此成了很多考生的噩梦，
甚至“有白首举场者”。唐代萧颖士在《送族弟旭帖经下第
东归序》中就感叹，自己的族弟文章、学识俱佳：“工文足以
标绝唱，深识足以剖群疑。”但就是因为帖经不及格而下
第，这种机械的考试方式简直是“笼鹫鸳、绊腾黄”。

后来礼部只得降低帖经的难度，一是“考试者尽帖平
文”，不考边边角角之处；二是“相类之处，并不须帖”，相似
度大的段落，不列入出题范围；三是“每帖前后，各出一
行”，也就是由露一行改为露三行。

第二类是简答题，即大义。大义可以口试问答，称“口
义”，不过因为没有文字记录，事后无从复核，所以后来也
采取笔试的方式，称为墨义：“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
其义，不假文言。”可见，墨义允许以口语体作答，不需要咬
文嚼字的文言。

简答题有明确的评分标准，批卷人按照标准对每道题
给出不同等次。其中，“通”，是能够引用原文的注疏作答，
并能对辞句加以润色；“不”，是不明白题目所指，或者断章
取义，乱解释一通；“粗”，介于两者之间，是能够引用部分
注疏，但不能清楚解释涵义。

第三类是作文题，即“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科举
考试的目的是选官，“策”就是考查准官员们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考试中会出哪些策论类题目呢？

《文苑英华》收录了唐代不少科举策问题目，其中贞观
元年（627）有：“问：棘津登辅，不因阶于尺木；莘郊作相，岂
凭资于累迁……今圣上务切悬旌，心摇启繇……无蔽尔
辞，切陈其致。”题干长100余字，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选拔
人才，应该不拘一格，绝不能论资排辈；二是当今皇帝（唐
太宗）求贤若渴；三是对考生提出了希望：敞开心扉，放心
大胆地说出你的看法。在现代人看来，光是读懂题目，就
已经不容易了。考生上官仪，却用300余字的骈体文，既
工整、又有理有据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凤德方亨，必资
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
物，莫不理符灵应……谨对。”

科举考诗赋 促成唐诗灿烂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考杂文两首，一般是诗、赋各一。
它就像一根威力无比的指挥棒，引导学子们竞相投身诗赋
的创作中。

应试诗与普通诗歌不一样，在题材、体裁、押韵上都有

严格的限制。题材必须是赞扬歌颂的，不
能怨天尤人；体裁要求是五言律诗，共八
句四十字；所押韵脚也已规定好，不允许
自己选择。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有
一套统一的标准，方便打分，但客观上也
限制了考生的发挥。像李白那种纵横恣
意、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诗歌，拿到进士
考场上，是得不到高分的。

流传下来的科举应试诗有不少，如
《终南望余雪》《小苑春望宫池柳色》《御沟
新柳》《柳陌听早莺》《原隰荑绿柳》《白云
起封中》《行不由径》等。比较有名的，要
算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唐玄宗天宝
十年（751），吴兴考生钱起到京师应进士
试。试卷发下来，看到“湘灵鼓瑟”四字，
他不禁狂喜。原来，他之前寄居在一处客
舍中，在月明之夜，于室内踱步吟诗。正
在苦思之时，突然听到院内传来一个声
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真乃佳句
啊！钱起连忙披衣来到庭院中，四下张
望，却一个人影也寻不见。回到室内，他
将这联诗抄于纸上，并牢记在心。考进士
这一年，果然用上了。考官读后也很赞
赏，放他顺利中第。与他同届高中的庄若
讷、魏璀、陈季、王邕等人也都有同题诗留
存，但都不如钱诗传神。

赋，也是科举考试的大头。和诗相比，赋的句数、字数
更多，谋篇布局也更难，更考验一个人的文学功底。应试
赋也有体裁限制，篇幅要在 300 字上下，必需押指定的
韵。如唐代滕迈、杨发两人的《庆云抱日赋》都以“云日辉
映，精彩相耀”为韵。其他题目，如玄宗开元年间考过的

《籍田赋》《旗赋》《丹甑赋》《止水赋》《北斗城赋》等，都遵循
这种要求。

皇帝也关心科举诗赋，有时还要过把出题瘾。长庆元
年（821），有人反映当年科举中有人作弊，唐穆宗与元稹、
李绅核实后，即要求王起、白居易等重新考试。为了慎重
起见，这一次，皇帝自己出了题目，赋是《孤竹管赋》、诗是

《鸟散余花落》。结果在新题目面前，有十人没有过关。大
和八年（834），唐文宗因为担心“文格浮薄”，为了改良文
风，亲自为进士考生们出诗、赋的题目。这位皇帝命题人
还挺自信，觉得自己的题目导向性很好，比往年略胜一筹。

宋元明清：由诗赋而八股

宋诗虽然不如唐诗辉煌，但成就仍超其他朝代，这与
科举的导向是分不开的。宋代的科举考试，以“进士得人
为盛”。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虽然不时变化，但总体上重视
诗赋。宋哲宗时，设立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科。诗赋进
士的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经义，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中，出简答题四道；第二场考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考论
一道；第四场考策两道。当时的考生普遍攻习诗赋：“太学
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中进士的田锡，977年参加府试，留
下《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以“焕乎人文，化成天下”
为韵）；次年参加礼部考试，留有《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
乐赋》（以“皇猷昭宣，礼乐备举”为韵）；接下来又参加殿
试，写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以“功德双美，威震寰海”为
韵）。三首赋送他上了进士榜。

明代，诗、赋退出科举考场，八股文逐渐统治江湖。当
时的科举考试分为三场，初场是经义，其中《四书》义三道、
经义四道，如洪武十八年会试：“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
天子出。”考生黄子澄用300多字作答，八股味浓厚；二场
是应用文写作，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
场是政论文写作，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这时，八股文的字
数，早期在300字左右，后期在500至600字之间，多了少了
都不合规。学生们的主要精力在学习时文（八股文）的写
作，写诗做赋只能作为业余爱好，不被社会提倡。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科举制度，只是从乾隆二十二年
（1757）起，会试第二场的“表文”改为五言八韵诗一首。但
诗歌的题目偏实用，已经没有了唐宋时的生活化，如《王道
荡荡》《王道平平》《无逸图，得勤字》《循名责实》《立中生
正,得精字》等等，水平自然也不如唐宋。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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